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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启用前

姓名 准考证号

（在此卷上答题无效）

福建省部分地市 2024 届普通高中毕业班第一次质量检测

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2023.8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19分)

1．B （3 分）【解析】1．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的能力。B．“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

基础，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目标，二者相辅相成”错，材料一只是说“文艺表达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表达，

而文艺家只有拥有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够将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可见，选项中关于文化自觉

和文化自信关系的表述于文无据。

2．D （3 分）【解析】2．本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相关内容的判断和推理的能力。A．“文艺经典在文化层面价

值创造和精神构建的要素是发现生命、礼赞自然、敬畏宇宙”错。材料一说“《兰亭集序》只是一篇序言？只

是一幅书法作品？不是，它是对生命的发现、对自然的礼赞、对宇宙的敬畏”。可见，原文是说《兰亭集序》

的文化表达，并不是说“文艺经典”，选项的说法以偏概全。B．“写出文化的循序渐进过程”错。材料一是“文

艺创作是有层次的。许多文艺家以为表现什么，就把什么表现好就行了，这种看山还是山的创作是无法具有超

越性的。只有不断地向高处攀登，向深处开掘，你才能从有限走向无限，也才能写出精神，写出文化”。可见，

原文是说文艺创作对层次性的要求是“写出精神，写出文化”，并非强调“循序渐进过程”。C．“厘清中国之美

应该由谁定义、如何定义的漫长历史渊源”错。材料二是“一个文化群体的‘关’到底由谁来定义？又应该如

何定义？这一问题的出现，具有漫长的历史渊源，而对其进行厘清，则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见，

原文厘清的不是“历史渊源”，而是说“一个文化群体的‘关’到底由谁来定义？又应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

具有漫长的历史渊源。

3．B （3 分）【解析】3．本题考查学生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材料二的观点是：中国文化自

信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B．“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体现的是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强了中

国女性的觉醒意识，这话剧并没有体现中国文化自信，也没有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所以不能支持材料二

观点。

4．（4分）

①文艺是文化的一种表达形态，文艺能直接表现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2 分）

②文化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否有文化追求、体现如何，将决定文艺创作层次的高低。（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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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分）

①真正认识中国文化，加深对自身群体文化的了解，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树立文化自信；（2分）

②传承发展中国文化，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塑造有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纵深感的中国文化形象；（2分）

③丰富文化传播形式，提升传播能力，尤其是跨文化传播能力，实现中国文化在国内国际的有效传播。（2 分）

(二)现代文阅读Ⅱ(本题共 4小题，16分)

6．B （3 分）【解析】6．本题考查学生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的能力。B.“小说采取倒叙的

方式，借呼韩武扬帐中饮酒回忆”理解错误，借助呼韩武扬帐中饮酒回忆进行插叙。不依时间顺序而插入“匈奴

进攻汉，因为汉军主帅是霍去病，匈奴变为退守局面”的情节，对前文情节作必要的补充、说明，为后文的情

节作了铺垫、照应，使情节更完整，结构更严密，内容更充实。插叙结束后，再继续原来的叙述。

7．A （3 分）【解析】7．本题考查学生分析重要情节、语段的作用的能力。A.“魏中见霍去病死了，为了保

全性命，悄悄地溜出营门去向呼韩武扬告密”理解错误，根据原文“骠骑将军霍去病帐下亲兵魏中悄悄地溜出营

门，朝匈奴军驻扎的狼子山狂奔而去”“呼韩武扬开启第二瓶胡冰烧酒时，声称有重要情报献给元帅以换取千两

黄金赏赐的魏中被带进了帐中”可知，魏中为了保全性命去告密，属于强加因果。

8．（6分）

霍去病的形象特点：年轻名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2 分）

①侧面描写。故事的叙述视角出自呼韩武扬，“没想到霍去病年纪轻轻，竟是这样的统兵奇才！”“我与一名已

死去的人对垒，竟然尚不是其对手，霍去病真乃少有的将才呀。”从侧面体现了霍去病足智多谋、年少有为的

将领形象。（2分）

②对比。匈奴进攻，汉军抵御阶段，匈奴军二十万人马对汉军八万，匈奴折损了近三万人马，寸土未得，两军

进入对峙阶段。通过具体数据的对比，展现了霍去病骁勇善战，既勇且谋的名将形象。（2 分）

9．（4分）

①真实性：小说取材于史料中西汉名将霍去病的经历，以真实历史事件霍去病“抗击匈奴”，“英年早逝”为原

型，符合生活的真实性。（2分）

②虚构性：作者发挥想象对材料进行艺术加工，创作情节细节，塑造了年轻而威震漠北令匈奴军队闻之胆寒的

名将霍去病，人物形象生动饱满，体现了小说艺术合理的虚构性。（2分）

二、古代诗文阅读(35分)

(一)文言文阅读(本题共 5小题，20分)

10．BFJ （3 分）【解析】10．句意：不平凡的事，要不平凡的人才能做到。陛下您的决断是出自圣明的内

心，他们又能做什么？“非常之事”这里单独成句，起到强调的作用，选 B；“故非常人之所及”解释说明前

文的“非常之事”，之后断开，选 F；“陛下断自圣心”与“彼亦何所能为”两句主语不同，其间断开，选 J。

{#{QQABCQAAogAAABAAARgCUQVQCEEQkBGCCKgOxFAMIAIACQFA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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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 （3 分）【解析】11．本题考查学生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的能力。D.“文中采用此

词原意”错误，斧、钺通常被联称，二者都是用来劈砍的长兵器，而且是军权和统治权的象征。但其在文中指

刑罚，并非原意。

12．D （3 分）【解析】12．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内容的能力。D.“魏主孝文帝到达洛阳后，仍有大臣

反对迁都”错误，魏主计划迁都落阳，担心大臣不服从，宣称讨伐南齐，想借此胁迫大臣同意南迁。到达洛阳

后，李冲等人反对，但其反对的是南伐，并不是迁都。相较于南伐，众人同意迁都。

13．（8 分）

（1）过了很久孝文帝才气消，说：“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有什么关系呢。”（4 分）

（2）现在进了关，不掠取财物，不迷恋女色，这说明他的志向不在小处。（4 分）

14．（3 分）

①平城环境恶劣；（1 分）

②平城是用武之地，不适合用教化来治理；（1分）

③迁都洛阳有利于移风易俗，统一天下。（1 分）

参考译文：

南朝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 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因为都城平城气候寒冷，夏季六月常下雪，经常狂风大作，

尘土飞扬，将要迁都洛阳。他担心文武大臣不愿服从，于是议论讨伐南齐，想借这个机会胁迫文武大臣（南迁）。

孝文帝在明堂左阁斋戒，让太常卿王谌占卦，结果是《革》，文帝说:“‘商汤和周朝武王革命，这是响应上天

而又顺应百姓的举动。’没有什么卦象比这更吉利啊。”文武百官都不敢说话。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现在

出兵去讨伐未征服的地区，可卦象是商汤和周武王革命，恐怕不全部是大吉之兆。”文帝严厉地说：“爻辞说

‘王者出处行动变化莫测，就如老虎身上的花纹一样’，你为何说不吉利？”拓跋澄说：“陛下称帝已经很久

了，为何现在才说像老虎身上的花纹一样变化莫测？”孝文帝变脸发怒地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你是

想打击我军的士气吗？”拓跋澄说：“国家虽然是归您所有，可是我是国家的大臣，怎么可以知道危险而不说

出来！”过了很久孝文帝才气消，说：“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有什么关系呢。”回到皇宫后，征

召拓跋澄入宫觐见，文帝迎上去对拓跋澄说：“刚才在明堂我非常愤怒，是害怕大臣人人竞相议论，阻止我的

大计，所以用声色俱厉来恐吓文武百官罢了，想必您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孝文帝屏退侍从对拓跋澄说：“现

在的举动，确实不容易。只是魏国从北方地区崛起后，迁徙到平城，这是有利于武力征伐的地方，而不利于文

教治国。如今我将改变风俗习惯，这个想法真的太难实现。我想趁此机会把都城迁到中原，您认为怎么样？”

拓跋澄说：“陛下想在中原建都，来经营治理天下，这是周朝、汉朝兴旺昌盛的原因。”孝文帝说：“北方人

习惯常俗贪恋旧地，我这样做一定会使他们震惊骚动，怎么办？”拓跋澄说：“不平凡的事，要不平凡的人才

能做到。陛下您的决断是出自圣明的内心，他们又能做什么？”孝文帝说:“ 任城王，真是我的张良啊！”北

{#{QQABCQAAogAAABAAARgCUQVQCEEQkBGCCKgOxFAMIAIACQFABAA=}#}



福建省部分地市 2024 届普通高中毕业班第一次质量检测语文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 （第 4 页 共 6 页）

魏孝文帝从平城出发到达洛阳，大雨连绵不止。魏文帝身穿战袍，手持马鞭骑马而出，群臣在战马前跪拜磕头。

尚书李冲等大臣说：“今天的军事行动，是天下人都不愿意的，只有陛下您一个人想做。”文帝大怒，说：“我

正想征服四方，希望统一天下，而你们这帮儒生，屡次怀疑我的大计。朝廷的斧钺有使用的时候，你不要再说

了。”文帝晓谕群臣说：“现在我们大规模出动，动静不小，但师出无功而返，让后人怎么看我？我世世代代

居于北方，想把都城迁到中原。如果不想继续南伐，就把都城迁到洛阳，你们看怎么样？同意迁都的站在左边，

不同意的站到右边。”南安王拓跋桢上前说：“现在陛下如果停止南伐的谋略，迁都洛阳，这是百姓的幸事。”

当时众人虽然不愿意迁都，但又害怕继续南伐，所以没有人再敢说话。于是确定了迁都洛阳的大计。

(二)古代诗歌阅读(本题共 2 小题，9分)

15．C （3分）【解析】15．本题考查学生分析理解诗歌内容的能力。C.“对项羽在楚汉之争中的得与失作

了全面的评价”错误，颈联只写了项羽不用范增、韩信，不重视人才的一面，只写了失，也并不全面。

16．（6 分）

同：两首诗中都流露出对项羽的赞美。（2分）

异：严诗中还包含有对项羽不能用人、功业未竟的惋惜；（2分）李诗中还包含着对苟安于一隅的南宋朝廷的

讽刺。（2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本题共 1小题，6分)

17．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 分）

莫春者 春服既成

至丹以荆卿为计 始速祸焉

尽挹西江 细斟北斗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三、语言文字运用(20分)

(一)语言文字运用Ⅰ(本题共 3 小题，9 分)

18．（3 分）

示例：①以土地为基础，人口流动性差；（1 分）

②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较为稳定的亲缘关系网络；（1 分）

③以家族利益为中心，同族人扶持互助，共同维护家族的稳定繁荣。（1 分）

19．（6 分）

①不如说是社会变了（2分）

②远亲不如近邻 （2 分）

③不再由血缘决定（不是看血缘）（2分）

{#{QQABCQAAogAAABAAARgCUQVQCEEQkBGCCKgOxFAMIAIACQFA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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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文字运用Ⅱ(本题共 2 小题，11分)

20．（3 分）

四个逗号将“出发”“沿”“至”“绕”“爬”五个动作分隔开来，叙述完每个动作后进行停顿，写出汗水不停地

流淌，突出了劳作的艰辛。

21．（4 分）

①采用“像父亲一样”的相同句式，形成排比，句式整齐，增强了气势；（2 分）

②写出了我像父亲一样在土地上劳动，突出了父亲对我影响之大，强化了情感。（2分）

22．（4 分）

①使语句整齐匀称，给人以循环往复的美感，增强表现力；（2 分）

②“缩回，又伸展 。伸展，再缩回”形象地展示了下地时的动作，真实再现了“我”在下地时试探、迟疑的

心理。（2分）

（或：“我把铁耙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表现了“我”不停劳作、又享受劳作的情形。）

四、写作(60分)

审题：

这是一道记叙性的材料作文题。

材料一主要讲 90 后“天才少年”张霁不断努力进取，不断提升自己的事迹；材料二主要讲中科院博士黄国平论

文《致谢》部分内容，其中讲述了他在童年、青少年时期家庭条件非常差，他克服了种种困难……

两则材料讲述两个成功的人，为了自己的成功，他们面对很多困难，但是没有止步，仍然不断努力，不断提升。

再结合提示中所给的“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厄”，可以进一步立意。

“圣人无死地，智者无困厄”是说，一个大圣人，再怎样恶劣的状况，无论如何也不会走上绝路。一个真正有大

智慧的人，根本不会受环境的困扰，反而可从重重困难中解脱出来。从材料来看，无论是张霁，还是黄国平，

都有过恶劣的状况，尤其是黄国平，他生存的环境可谓很差，但是他没有走上绝路，能够从重重困难中解脱出

来，应该就圣人和智者。古往今来，大凡成功者，都应该有过张霁或黄国平的经历，遭遇过失败和挫折，或者

是各种环境条件极差，他们能够最终成功，就说明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是真正的圣人和智者。因此，写

作的时候，可以由此角度进行立意。

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文章整体安排成“总-分-总”的结构形式，主体安排成层进式。第一层可以列举那些有

过悲惨遭遇人的事例，比如孔子、司马迁、苏武、史铁生、江梦南等人；第二层分析他们为什么能从悲惨遭遇

中走出来，并有所成就；最后可以针对当今天社会和青年人分析，我们应该如何做“圣人和智者”。

立意：

1.能够战胜困难的人是真正的智者。2.圣人不会被被恶劣环境困扰。3.人要敢于与困难作斗争。

{#{QQABCQAAogAAABAAARgCUQVQCEEQkBGCCKgOxFAMIAIACQFABAA=}#}


